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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招通脹 民間發明「八戒大法」
省錢秘笈熱爆網絡 「低碳環保」融入生活

外媒關注中國CPI  加息預期高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消息，國家統計局11日發佈

了11月份國民經濟主要指標數據，其中居民消費價格指
數（CPI）同比上漲5.1%。這一高位數字也引起了外國
媒體的強烈關注，並紛紛猜測中國或許會採取加息等緊
縮措施打壓通脹。

法新社報道說，中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出現了自2008年
金融危機以來最快速度上漲，分析認為這些數字可能令
政府再次提高利率。

專家指12月通脹壓力仍大
美國彭博社報道稱，物價上漲和資本流入均要求中國

央行應進一步提高基準利率。據報道，瑞士聯合銀行駐
北京經濟師王濤（音）說道，「現在應該提高利率幫助
管理通脹預期，這是無可爭辯的」。里昂証券分析師安
迪．羅思曼則預計說，年底前中國基準利率很可能上調

25個基點。
英國路透社援引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軍

的分析稱，11月的CPI漲幅遠超預期主要還是由於食品
價格推動、貨幣超發以及熱錢流入等使得基礎貨幣投放
過多，以及投機等諸多因素，且按以往慣例，從技術面
看，12月的CPI還有可能上行，也說明中國通脹壓力仍
然很大。他表示，在中國政府明確穩健貨幣政策的基調
下，不排除會有進一步的收緊舉措。

但也有分析稱，中國經濟應該能夠承受一個較高通
脹水平。道瓊斯新聞社援引摩根大通負責亞洲經濟研
究的分析師王謙的話說，「很顯然，中國經濟顯示出
過熱的跡象，但是這個國家應該能夠承受一種相對較
高的通脹」。她稱，「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經濟體，中
國應該能夠承受較高通脹率，例如4%或5%的這種水
平」。

上海商場促銷 市民通宵搶購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聞晨報》消息，從12月10日開

始，上海幾家商場搶先推出第一波通宵營業促銷活動。
沒想到，因為物價上漲太厲害，「折扣族」苦熬了幾個
月的購物瞬間激情迸發，商場不得不採取限流措施。

在巴黎春天五角場店，11日中午12時左右，就有顧客
早早地在商場門口排隊，等待商場開門。到下午1時多
已經有千餘名顧客在等候，密密麻麻的人群在商場外圍
成一大片。為了防止進店客流激增，商場每隔一段時間
開一扇門，引導客流緩慢進入商場。由於商場內手機頻
頻出現沒有信號的情況，還臨時調來一輛移動信號車。

「從10日下午2點至11日凌晨6點，16個小時內客流量就
超過10萬人次，刷新了去年3天延時促銷所創造的紀
錄。」商場負責人表示。

女兒排隊買衫 父親專程送水
「聽說棉花、布料等原材料上漲，現在商場裡衣服的

價格貴得離譜，一雙長靴就要花掉我半個月工資。所以
我熬了2個月，就等㠥年末的大型促銷活動。」白領劉
小姐說。

在一樓，部分品牌鞋專櫃內連站腳的地方都找不到，
一些銷售人員乾脆站到鞋櫃上吆喝。而二樓的一些服裝
櫃㟜前排起了好幾條長龍。進場需排隊、試衣需排隊、

開小票需排隊⋯⋯50來歲的張先生告訴記者，自己是專
門從家裡開車趕來給女兒送礦泉水的，「女兒凌晨1點
打了個電話給我，說自己吃不消了，排隊買衣服口渴得
不行，但又沒法出來，所以就讓我送水給她。」張先生
邊說邊無奈地搖了搖頭。

廣州千店為殘疾人打折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青年報》消息，對

抗通脹的終極秘笈就是「八戒」，戒駕、戒煙、

戒酒、戒油、戒零食、戒逛街、戒在外吃飯、

戒娛樂⋯⋯一個「八」字顯難概

括。

在腰包飛快癟下去的同時，普通民眾不得不開動腦筋，改
變生活方式以期降低生活成本。作為北方冬季的主打水果，
今冬蘋果身價高昂。在北京幾大超市，最普通的富士蘋果掛
牌價格基本在一斤8-10元。據悉，在蘋果的主產區陝西、山
東，蘋果價格普遍上漲，部分地區漲價幅度三成。

改變生活方式減開支
去年年底，防「甲流」藥材金銀花、板藍根等價格一度

暴漲，部分地區金銀花身價漲了10倍，但甲流炒作過後，
價格並沒有回歸低位。近幾個月來，國內中藥材價格上漲
持續。太子參時下售價每公斤280元左右，今年年初這一價
格大概才30-40元。

記者走訪商場發現，服裝價格出現不同幅度的上升。除
了品牌服裝外，保暖內衣、家居服飾、嬰幼兒服裝等以棉
布為主要原料的服飾漲幅尤甚。

在網上，各種各樣的省錢「大法」盛傳，「菜奴」攻
略、「摳摳」秘笈、「理財帝」等屢成熱帖。有消費者戲
言，對抗CPI的終極秘笈就是「戒」，戒駕、戒煙、戒酒、
戒油、戒零食、戒逛街、戒在外吃飯、戒娛樂⋯⋯當然，
有些生活必需品是不能戒的，變通之法則是「省」：比如
原來在商場買的，現在改網購、團購；可買可不買的，堅
決不買；趕上特價，無論是面紙還是食用油，成批買走。

「換客」活動漸受歡迎
在不斷高企的CPI緊逼之下，「低碳環保」終於不再是一

句口號。有人建議，10塊錢一斤的蘋果太貴，改吃1塊錢一
斤的蘿蔔，所謂「冬吃蘿蔔夏吃薑」；食用油太貴，炒菜改
涼拌，低鹽少油的方式更健康；汽油太貴，走路當然比開車
更利於鍛煉身體，如果計較時間成本，還可以改騎自行車。

另據中通社報道，近來以貨換貨的「換客」人群在京城
悄然增加，原以「低碳減排」為理念的「換客」舉動，被
更多地注入減少家庭開支的理由而被市民接受。周末，在
北京朝陽區的一處小區內，「換客超市」活動正在舉行，
幾十位住戶將他們家中的「多餘物資」擺放在社區花園
內，同時尋覓合適的交換物品。一位青年以一張200元的家
樂福消費卡，換到了一雙八成新的輪滑鞋。他說：「消費
卡對我來說用處不大，輪滑鞋是我一直想買的，但新的要
500多元，太貴了。換一個二手的，也不錯。」「把自己不
需要的物品換給需要的人，再換來自己喜歡的東西，這種
方式不僅僅是省錢，對社會資源也是一種節約呀，很符合
當前低碳的消費理念。」一位多次換物成功的網民說。

據新華社12日電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副區長章宏斌
因涉嫌故意殺人，11日被宣城市檢察機關批准逮捕。

據警方調查，被害人梅某，女，宣城人，26歲，是宣
州區一家諮詢公司經理。犯罪嫌疑人章宏斌供述，2010
年8月，在參加梅某公司開業典禮時與其相識。10月中旬
後，兩人開始有不正當男女關係。不久，梅某即多次向
章宏斌提出為其公司融資等要求，兩人因此產生矛盾並
不斷升級。12月8日下午4時許，兩人在梅某住處再次發
生激烈衝突，章宏斌將梅某掐死。當晚10時許，章宏斌
從死者家中將屍體移至死者車中，駕車沿銅陵向湖北方
向行駛。9日下午3時許，行至湖北黃石市境內，看見黃
石公安局大樓後，遂向黃石市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9日下午6時許，黃石警方向宣城警方通報。宣城警方
接報後，即派員趕赴黃石，於10日下午3時許，將犯罪嫌
疑人章宏斌押回宣城。

經宣州區委建議，12月10日，宣州區人大常委會依法
停止章宏斌副區長職務。

章宏斌，1966年4月出生，安徽桐城人，大學本科學
歷，2007年8月至案發前任宣城市宣州區人民政府副區
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州亞殘運
會期間，所有殘疾人士憑國家統一的二代殘疾人證在
廣州購物吃飯等均可享受到相關優惠。據了解，由廣
州相關部門牽頭組織的「廣州有禮—全城商家亞殘愛
心服務大行動」日前正式啟動。

廣州共有17家國家級金鼎和達標百貨店、52家國家
級酒家及餐飲企業、10家大型連鎖企業，美容美髮、
洗染企業等1,000多家門店參加本次活動。而為方便殘
疾人士出行，能夠享受和正常人一樣方便的購物環
境，廣州各重點商家在亞殘運會開賽之前都進行了無
障礙設施改造和建設。

據了解，一些餐飲連鎖企業、洗染行業在亞殘運會
期間專門為殘疾人士設了優惠折扣，幅度約在8.5－9.8
折之間，專營殘疾人醫療輔助器械的健民醫藥連鎖企
業的27家門店，對符合條件的殘疾人士給予優惠，並可
送貨上門。

此外，位於廣州市番禺區的亞運文化村以及越秀區
的惠福東美食街、荔灣區的廣州美食園手信一條街等
的商家都紛紛推出8.5－9.5的優惠；在100家商貿服務
企業優質服務示範門店、76家優質飲食服務示範門店
和37家特色餐飲服務店，將實行殘疾人優先結算。

安徽宣城副區長
涉殺情婦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2011年高考
報名在即，廣州市嚴查「高考移民」，規定高中階段戶口
遷入廣東省的考生不可以辦理異地借考。但在高中以前
入戶廣東省的，如因特殊情況需要跨市借考的，經申請
同意可以辦理異地借考。

廣州市規定，高中階段戶口由外省遷入廣東省非廣州
地區的考生，必須回戶籍所在地參加高考。此外，對三
僑生、民族生照顧加分資格加強了審查。凡發現弄虛作
假的，取消報考資格。民族生由區(縣級市)民宗局確認並
匯總上報省民族宗教委複審備案。對於考生高中畢業學
歷的資格審查也相應加強，非高三級在校學生不得報
考，各中學不得組織高二級等不符合報考條件的學生報
考，凡組織高二級學生參加高考的中學，下一年度不得
設立高考報名點。

此外，廣州市還規定，高中階段入戶廣東省的考生，
報名時須出示廣東省常住戶口簿和身份證，並提交本人
身份證複印件和全戶人員的戶口簿複印件；購房入戶
的，還需出示房產證及複印件，否則不予辦理確認報名
手續。

高考報名在即
穗加強資格審查

保兩節供應
國儲商品冬至入市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晚報》消息，為了保障

「兩節」市場的供應，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11日透
露，冬至前後將向市場投放一部分政府儲備豬肉，
增加供應量，確保兩節期間肉類、副食品的供應。
下一步，政府將繼續向市場投放政策性儲備糧油。
儲備一定數量的居民生活必需品，如越冬蔬菜，小
包裝成品糧、食用植物油等，做好應對惡劣氣候情
況下保障供應的預案。

國家發改委預測，11月份CPI漲幅是今年的高
點，12月份CPI漲幅會有所回落，可能回落到5%以
內。不過，明年一季度CPI預計仍將高位運行。

廈門聖誕消費冷清
赴港購物火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東南網報道，記者調查發現，今

年廈門各大酒店推出的聖誕平安夜活動價位降了，
且銷售情況可以用慘淡來形容。相反，很多市民選
擇去香港旅遊，看中的是購物省錢！

記者致電廈門多家星級酒店發現：超過半數的酒
店推出的產品，價格集中在500元左右，僅有3家酒
店推出的平安夜晚宴超1,000元。有的酒店推出的價
格不漲反降，去年國際會展中心酒店曾推出每位
2,388元的天價平安夜晚餐，今年最高價僅需328
元。即使價格很「親民」，消費者似乎還是提不起興
趣，各大酒店的聖誕餐最好的銷售成績是預訂了三
成座位，冷清的只賣出六分之一。

網購仍是省錢之道
今年針對聖誕節的促銷，廈門賣場比去年提早了

一大步，有的商場在11月底就開始搞促銷宣傳，且
力度更大。「其實，本地的商場不是我們最大的競
爭對手。今年聖誕恰逢周末，很多消費者會去香
港、上海購物，如何將顧客留在廈門，才是我們需
要考慮的。」一位商場人士說。

不過，網購聖誕禮物仍然是廈門年輕人的省錢之
道。廈門一家鮮花網店，僅僅幾天就成交19筆；另
一家店的1.6米長大熊公仔，30天售出2,600多個。

「在實體花店買一束玫瑰，需要三四百元，但網上只
需一兩百。」有顧客表示，身邊的年輕人大多數通
過網購方式買聖誕禮物。

據了解，今年聖誕節，旅遊線路預訂火爆，其中
大打「購物牌」的香港路線更是熱門。市民港澳購
物的熱情上漲，也帶動了旅遊價格的上調。相比平
日，聖誕節港澳遊報價有所上浮。「人一多，機
票、酒店等費用就會增加，團費也會增加。」業內
人士預測，隨㠥聖誕節越來越近，港澳台遊的價格
還會有所上漲。

■蔬菜直銷點日前進入昆明社區，成為市民「家
門口的農貿市場」。 新華社

■物價上漲使得羽絨服舊款翻新、皮鞋改頭換底
等生意紅火起來。圖為石家莊一店主正在對一雙
鞋子進行翻新。 新華社

在參加亞殘運會採訪的2,400多
名媒體記者中，有一個獨特的工作團隊——「一加一
視障人聲音工作室」。這個團隊由楊青風、解岩、高山
和志遠四人組成，其中視障者三人，一人為肢殘者。
作為全國首個從採訪、編制到播出全部由視障者完成
的廣播節目製作團隊，他們製作的廣播節目在中央人
民廣播電台的《中國之聲》欄目定期播出，他們被同
行們稱為「用心靈傳遞聲波的使者」。 新華社

特殊記者隊

■去年上海的巴黎春天五角場店延時促銷場景。而今
年16個小時內客流量就超過去年3天。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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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飛漲，民眾不得不開動腦筋，改變生活方式以期降低生活成本。圖為安徽省合肥市民在超市內排隊等待
付款。 法新社

■物價高企，百姓被迫
精打細算。圖為上海市
民在購買豬肉。路透社

■內地網站曾在各大城市組織「換客」活動，圖為「換客」
正在互相介紹自己的「換品」。 網上圖片


